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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县 有 群“ 打
捞历史”的人……请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观
看相关视频。

在青县，有一群志愿者奔走
在各地，“打捞”青县当地的各类
文史资料。

去年，青县政协招募当地文
化专家学者和来自各行各业的
基层文化爱好者，组成“打捞”当
地各类文史资料的志愿者小分
队。尽管没有报酬，“打捞”小分
队的志愿者却饱含热情奔走在
各地，并将“打捞”成果以文章的
形式呈现出来。到目前为止，他
们已完成与流河火锅鸡、马厂炮
台等有关的文章400多篇。

“捞”起一只火锅鸡

提到火锅鸡，就不得不提到
青县流河火锅鸡。正宗的流河火
锅鸡来源于青县流河镇的人和
镇村。人和镇的火锅鸡又是在哪
个年代出现的，为什么口味偏
辣，那时候做火锅鸡的香料又来
自哪里？

青县文联原主席韩雪是“打
捞”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
长期“驻扎”在人和镇村，一点点

“打捞”当地的流河火锅鸡传说。
在老人的讲述中，流河火锅

鸡的起源竟与马厂兵营有关。
1871 年，李鸿章调集淮军周盛
传部到南运河边马厂村北驻扎，
统领高文贵负责督造营房。高文
贵携家人住在马厂兵营西北角
处的公馆里，还从北京带来一位
擅长炖鸡、名叫李祥发的厨师。

为满足兵营驻军及其家属
需要，马厂兵营门口外出现了军
市。军市又慢慢变成店铺林立、
商贾云集的大市场，人们称其为
买卖街。运河边有 3个大码头，
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来
自天南海北的生意人越来越多。
大家公平交易，和气生财，买卖
街愈发繁华，享誉四方。

后来，李祥发把儿子李云
贤叫回家中，传给他炖鸡手艺
并开了一家炖鸡店。1900年，八
国联军侵华，李云贤的侄子李
瑞海从宫中出来投奔他。李瑞
海从宫中带出来一名叫满玉珍
的宫女，并与其结婚。满玉珍用
从宫里带出来的爨子做起了涮
锅生意。李云贤随后将炖鸡手
艺及炖鸡店传给李瑞海夫妻。
李瑞海夫妻又将炖鸡和涮锅合
二为一形成火锅。

马厂兵营的士兵大多来自
南方，爱吃辣食。李瑞海夫妻便
根据他们的口味，买来南方运来
的辣椒、麻椒、花椒等调料放入
火锅中，做成麻辣鲜香的火锅
鸡。经过不断改良的火锅鸡也因
此声名鹊起。李瑞海夫妻没有子
女，便将火锅鸡手艺传授给当地
村民。人和镇村及周边陆陆续续
出现数十家火锅鸡店，火锅鸡也
由此走向四方。

韩雪和退休教师肖寿庆根
据人和镇村老人刘子江、孙德
明、李志德等的讲述，一点点核
实，整理出有关流河火锅鸡传说
的文章 100多篇。然而，仅仅整
理传说，并不是“打捞历史”小分
队的最终目的。他们要用“打捞”
成果助力人和镇村持续发展。

“人和镇村有 140 多户村
民，有火锅鸡店 46家，再加上各

个城市的连锁店、加盟店，流河
火锅鸡店至少已有上千家。”韩
雪说，如今，流河火锅鸡正在申
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过一
段时间，青县流河镇会举办第三
届火锅鸡美食节。到时候，各个
火锅鸡店的大厨同台竞技，弘扬
大运河美食文化。人和镇村壮大
集体产业，全力打造火锅鸡名
片。

“曾经的单打独斗变成村集
体精心打造的产业，流河火锅鸡
的名片必定越擦越亮。”韩雪说，
这也是志愿者“打捞”的目的和
意义所在。

探寻马厂炮台“宝藏”

位于运河青县段最北端的
马厂炮台，在秋日阳光的照耀
下，看上去古朴斑驳，一身沧桑。
它是青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也是大运河畔重要的军事
设施遗址。对于马厂炮台的数
量、位置、样式等介绍，青县文史
界一直沿用的是光绪元年（1875
年）编纂的《青县志》。

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孔
繁廷，经常随外地来的考察团到
马厂炮台参观，对马厂兵营、炮
台的历史有一定了解。

成为“打捞”小分队的一员
后，孔繁廷和潘洪斌等人为一
组，打捞“马厂炮台”及与之有关
的资料。

据光绪版《青县志》记载，马
厂共有 14 座炮台，运河东岸 9
座，运河西岸 5座，现在唯一保
存下来的是中央炮台。

孔繁廷发现，人和镇村 81
岁老人刘子江绘制的《马厂炮台
平面图》上，明确标注了 16座炮
台的位置及式样，多出来两座炮
台。

这是怎么回事？
孔繁廷和青县的文史学者

多次到马厂兵营实地考察，并数
次拜访刘子江老人，到天津、保
定等地咨询专家，又多方查阅资
料，根据炮台的样式、功能、制作
工艺以及各任统带在马厂兵营

和天津小站驻扎的时间等大胆
推测，中央炮台和已经消失的月
牙炮台的修建时间，晚于其余
14座炮台。

“我们根据资料和走访发现，
当时驻扎马厂炮台的官兵应为
1.2 万人，而非记载中的 2.1 万
人。”孔繁廷说，马厂炮台就像一
座珍藏着无数“文物”的宝藏，在
等待更多文史爱好者参与进来，
一起挖掘与之有关的人物、事件
等。

根据“打捞”的资料，孔繁
廷、潘洪斌、韩雪、杨植正等人先
后整理出《盛字军屯扎马厂拾
零》《马厂兵营主官——曹锳》

《周盛波修筑南运河》《小议马厂
炮台》等有关马厂兵营的文章。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收录了马
厂军营各历史事件的《马厂风
云》一书即将出版。

寻找神秘的“小王庄”

在津门商界，有一位传奇人
物，那就是巨贾宁世福。宁世福
为清末民国初期青县大兴口村
人，5岁丧父，15岁到天津，中年
时期发迹成为巨商。如今，大兴
口村还有“宁家大坟”。志愿者陈
松林在搜集宁世福资料的时候，
在近年才完善的大兴口宁氏族
谱上得知，宁世福的原配夫人孙

氏的娘家在小王庄，但到底是哪
个小王庄，谁也说不清。

仅凭族谱上的寥寥数语，是
无法找到答案的。陈松林一次次
找到宁氏家族后人询问。有人告
诉他，多年前，一位 20多岁时从
大兴口村迁到沧县自来屯村居
住的曹姓村民，在青县西北的小
王庄村干建筑时听说，那个小王
庄村就是宁世福原配夫人孙氏
的娘家。陈松林一打听才知道，
那位曹姓村民已于去年 5月份
去世，线索也到此中断了。

“在青县西北方向，那是不
是现在的流河镇？”陈松林想到
这里，立刻找到当地派出所民警
询问。民警表示，流河和王镇店
合乡并镇后，有两个小王庄村。
不过，原王镇店的小王庄已经改
名。陈松林又辗转找到这两个村
的村干部和村民再三核实，确认
孙氏的娘家与这两个小王庄无
关。

在沧县兴济镇，也有一个小
王庄村，距离大兴口村约 5公里
远。陈松林又多次与宁氏族人研
究推断，认为孙氏娘家应该是这
个小王庄村。

有一次，陈松林跟韩雪提起
孙氏娘家这个神秘的“小王庄”
时，得知他恰好认识一名老家在
兴济镇小王庄村的熟人。巧的
是，这位熟人的父亲曾是村里的
村干部，知道村里不少事情。据

这位熟人的父亲介绍，本村有户
姓孙的人家，与大兴口姓宁的是
亲家。

与此同时，陈松林又数次联
系宁氏家族后人和兴济小王庄
村的老人核实，得出孙氏的娘家
应该是沧县兴济镇小王庄村的
结论。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 1
个多月。

“问清有关线索之后，我就
赶紧回家整理下来，可写着写着
发现有些事逻辑上顺不下来，或
是时间不符。第二天，我就骑着
电动自行车再去找人家核实。”
提起“打捞”过程中的繁琐，陈松
林这样表示。

寻访，永远在路上

“‘打捞历史’，不是说谁听
到一个故事或线索后写下来就
没事了，需要志愿者不断走访、
查阅资料，一一核实涉及的人、
物、时间和事件等各个细节，理
清整个事件的脉络。这是‘打捞
历史’最重要、也最繁琐的工作
所在。”青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李
敏说，“目前，志愿者已‘打捞’并
梳理了马厂军营及军事文化、盘
古文化、运河文化、生产队系列
文化等100多条重要的历史文化
资源线索，整理出 400 多篇文
章。”

1年多来，“打捞历史”的志
愿者从当初的 30 多人增加到
60多人。80岁的志愿者杨植正
用过的草稿摞起来有 40 厘米
高；72 岁的杨秀贵不擅长用电
脑，在手机上整理了 19万字的
文章；81 岁的刘子江和其他志
愿者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去
寻访小王庄惨案遗址，还将“打
捞”成果用口述的方式拍成短
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表……
33岁的董帅是青县二中的历史
老师，也是“打捞”小分队中比
较年轻的志愿者。在“打捞”过
程中，他看到了来自各行各业
的志愿者对家乡历史文化传承
的执着。

在追寻记忆、留住乡愁的路
上，“打捞”小分队志愿者的脚步
不会停歇。他们的寻访，永远在
路上……

搜集流河火锅鸡传说、寻找马厂炮台相关资料……他们四处奔

走，没有任何报酬——

青县有群“打捞历史”的人
本报记者 崔春梅 本报通讯员 孟庆磊

韩雪韩雪（（左一左一））到安徽走访周盛传故里到安徽走访周盛传故里

志愿者在青县盘古镇李家营村考察戴氏家族文化志愿者在青县盘古镇李家营村考察戴氏家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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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